
张勇，中共党员，安徽海峰分析
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高级
工程师，长期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研
究工作，曾获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
者、合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人物名片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
环境监测领域中的“卡脖子”问题奋
勇创新，做绿水青山和蓝天白云的
忠实守望者。

人物寄语

作为环境监测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安
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
高级工程师张勇以创新舞动精彩，用奋斗
传递工匠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添砖加瓦。

张勇探索出一套“二参二实四转化”的
环境监测行业科研创新模式，该模式的成
功实践打破了传统观念认为环境监测行业
只能“照本宣科”难以融入技术创新元素的
思维定式。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在张勇看来，要成为一个优秀
的工匠，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要
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要有不断探索和深
入钻研的精神。

为实现安徽省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制备技术“零”的突破，张勇向环境监测领
域中的技术“荒漠”进军，成功开发出全套
工艺设备并在内径仅0.25mm的空心石英
毛细管内壁实现0μm至2.0μm固定相液
膜的均匀调控涂渍。该技术获得2021年
合肥市第七届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填补了安徽省该领域空白。

液体或气体管线在色谱系统中担负着
重要的流体传输功能，其阻塞会导致样品
运输受阻或停止并导致检测分析结果失真

或分析系统瘫痪，所以窄径管线阻塞的清
除一直是行业难题。张勇创造性地将弹性
空心石英毛细管与高压输液系统相耦合并
应用于窄径管线阻塞位点的清除，开发弹
性石英毛细管射流清洗技术，巧妙破解了
窄径管线阻塞行业难题。

近3年来，他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3
项；在SCI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篇；先
后牵头创建安徽省企业研发中心、长三
角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等科创平台，通
过科创赋能企业，所在企业先后荣获安
徽省劳动竞赛先进集体、安徽省五一劳
动奖状等荣誉。

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
知识和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是更好的回馈。
在公司，张勇悉心引导和辅导职工参加技
能认证工作，积极开展专业技能传授和培
训活动，指导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百余人。
除此之外，他还组织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
进社区等活动，积极参加生态环境保护专
题宣传和实践活动，通过生动有趣的语言
与鲜活的案例传播环保知识，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气候的变化影
响，并呼吁大家从小事做起，为保护环境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许根宏 文璐璐）

做科研要有不服输的劲头
——记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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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研是科技创新的“上半
场”，是“从0到1”的过程；那么成果转化
就是“下半场”，要实现“从1到100”。科
技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安徽正在探索
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的体系化路径，其
中，就包括举办原创性科技成果推介会。

10月31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举办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果推介会。
这场推介会最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一批
大科学装置研发负责人现场发布可转化、
可产业化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数量达23
项之多，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在这场发布会上，科学家们鲜活地阐
释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前景，坦诚地说明资
金缺口，抛出合作的“橄榄枝”。而来自多
家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在现场专心听
讲、记录，时不时还会用手机拍下PPT。

可以说，这是办给安徽省甚至是国
内外产业界和投资界的一场精心准备的
盛宴，打开了投资未来、改变未来的“想
象空间”。

“宝库”开门“明星”亮相

这场推介会上，出马的可谓是安徽乃
至中国科研界的“明星阵容”。

作为中国第二个获批的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此次
对外一次性发布了23个大科学装置的科
研成果。

会上，中国科大同步辐射实验室、中
科院等离子体所、中科院强磁场中心、中

国科大未来网络实验室、合肥航太电物理
公司依次介绍了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全超
导托卡马克装置、稳态强磁场、未来网络
试验设施（合肥分中心）、雷电防护与试验
重大试验设施等大科学装置的功能作用
和公共服务能力。

每位专家发言，都能注重用相对通俗
的语言介绍成果未来的市场化应用前景，
还坦诚地表明项目的资金缺口，几乎每位
专家在发言最后都留下联系方式，并表示
如果有对接投资需求，欢迎会后联系。

相比口才出众、激情澎湃的创业者来
说，科学家们的演示不能算“精彩”，但却
更冷静和专业，其中的“含金量”不言自
明，现场不少投资人都在认真记笔记，生
怕漏下了关键信息。

安徽，是我国大科学装置最集中的区
域之一，建成、在建、预研谋划装置13个，
在核聚变能、光源、强磁场等领域形成了
梯次布局、迭代布局的格局，并且实现战
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民生
改善型四类大科学装置的全覆盖，大科学
装置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一座
‘宝库’，里面蕴藏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的发展机遇。”谈及为什么要举办这次
推介会，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
汪毅表示，这不仅仅是搭建平台、推介成
果、宣传成效，更是推进科学中心辐射全
省的一个重要举措。要让各市都了解科
学中心、知道高能级科创平台的功能作

用，熟悉科学中心产出的重大成果，在规
划和计划中布局与科学中心相关的项
目，在产业创新中寻求与科学中心对接
合作的渠道。

就在半年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举办了首次推介活动，取得良好的效
果，科学中心各研究机构推介的部分成果
经过对接、洽谈已转化落地或达成合作。

此次推介会上，一项成果令人眼前一
亮。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通用技术部部
长、合肥先进光源项目总工艺师潘洋介绍
了同步辐射装置衍生的几项成果，其中的
质谱成像技术可应用于医疗领域。

“成像技术相当于医生的‘眼睛’，我
们做的CT、超声波、核磁共振等都需要用
到成像。”潘洋表示，质谱成像技术相比于
传统的成像，不仅分辨率更高，还能通过
扫描确定组织的差异性，排除人为判断的
误差。

简而言之，就是拍片子后，不用医生
看片，系统就能自动分辨出组织的性质，
比如是癌旁组织还是肿瘤组织等，能有力
地提高诊断效率。

“跟投资的方向完全契合”

“科技成果最终变成产品需要很复杂
的流程，很多高校科研人员都只懂得前端
的科研，对后端的成果转化路径是不了
解、不熟悉的。”潘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
率地说，这个推介会就是帮大家对接资本
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

能参加这样的成果推介会，很多投资
人都表示“很兴奋”。

云岫资本高级投资经理都淑清说：
“半导体、新能源、智能制造以及一些前沿
科技项目，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投
资的方向其实是跟我们完全契合的。希
望通过后续的对接，达成合作成果，让我
们参与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中来。”

一项项原创性技术，一件件面向市场
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新产品，引起与会金
融机构、投资机构、科技服务机构以及相
关行业企业的浓厚兴趣。

经前期对接，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
关键技术攻关、量子传感生物磁成像仪等
5个代表性项目现场签约。

未来，这样的开放推介活动将更多举
办。

“将持续搭建科技与产业紧密联系
的平台，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的创新成果在全省落地开花。”安徽省
发展改革委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工
作处处长胡先锋表示，将积极帮助各市
与科研机构搭建紧密联系的平台和沟通
渠道，以各种形式向市场主体常态化推
介各类创新成果，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加速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让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仅成为创新高
地，更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
策源地。

（安徽日报记者 王弘毅）

大科学装置“宝库”开门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果推介会举办，探索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从1到100”的体系化路径——

近日，位于马鞍山市郑
蒲港新区的安徽盒子薄膜科
技有限公司内，技术人员在
检验研发生产的电子元件防
护产品。该公司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生产的防水膜等产品广泛
应用于传感器、气体探测器、手机、户外摄像头等，在保证良好透气性的同
时，确保了密封的完整性与电子元器件整体的可靠性。产品除销往国内市
场，还畅销东南亚等地区。 近年来，郑蒲港新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新引
擎”，持续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王文生 丁刘斌 摄

科技创新
助力产品畅销国内外


